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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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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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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

祠

西

係

重

修

神
庫
在

聖

殿

東

北

明

萬

暦

丁

酉

白

鯤

建

原

貯

祭

器

庫

久

廢

移

貯

門

斗

家

現

存

爵

十

八

海

三

香

爐

一

俱

銅

器

燭

臺

十

四

豆

碟

六

十

毛

血

臺

盤

十

二

豆

簋

二

十

豆

簋

一

竹

豆

碟

二

爵

二

十

六

香

爐

四

花

瓶

二

高

豆

碟

四

筒

二

俱

錫

器

木

帛

㭱

十

二

綠

木

香

爐

十

四

大

鐵

香

爐

一

紅

縀

帳

一

幅

黃

絹

帳

□

幅

内

康

熈

間

署

教

諭

舉

人

高

三

思

捐

製

二

幅

餘

散

失

庫

今

議

建

神
厨
在

聖

殿

西

北

久

廢

今

議

建

尊
經
閣
卽

敬

一

亭

在

龍

門

東

北

明

嘉

靖

癸

酉

許

嘉

榮

建

原

□

頒

定

書

籍

閣

久

廢

書

移

貯

教

諭

宅
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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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儒
學

十
一

現

存

四

書

大

全

十

三

本

學

府

或

□

易

經

大

全

書

經

大

全

詩

經

大

全

禮

記

大

全

春

秋

大

全

禮

記

集

註

性

理

大

全

五

倫

□

大

獄

錄

爲

善

陰

隲

孝

順

事

實

大

禮

集

議

大

禮

纂

要

儀

禮

註

疏

各

一

部

鄕

飮

酒

禮

御

製

誥

圖

一

幅

閣

舊

止

遺

存

宋

儒

范

氏

心

□

程

于

視

聽

言

動

四

箴

明

御

製

□

一

箴

並

序

等

碑

閣

今

議

建

明
倫
堂
三

楹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重

修

題

聯

云

淸

河

浪

播

譜

韶

音

東

臯

雨

化

白

嶺

煙

籠

凝

鐸

響

西

席

風

行

内

刻

臥

碑

東

西

各

一

兩
齋
在

明

倫

堂

前

各

三

楹

東

曰

日

新

西

曰

時

習

久

廢

今

議

建

教
諭
宅
在

啟

聖

祠

北

正

㕔

三

楹

敎

諭

王

治

世

建

北

□

三

楹

㕔

前

西

房

三

楹

敎

諭

高

三

思

建

餘

仍

舊

訓
導
宅
一

在

敎

諭

東

今

廢

僅

存

地

基

週

圍

四

百

四

子

六

歩

一

在

敎

諭

西

訓

導

馬

登

遠

修

葺

大
門
三

楹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修

題

額

曰

儒

學

二
門
一

楹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修

題

額

曰

龍

門

魁
樓
在

文

廟

前

爲

十

景

之

一

衢

四

達

順

治

六

年

知

縣

李

倩

建

文

昌

而

南

康

熈

二

十

二

年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題

聯

云

叅

天

閣

勢

文

運

映

日

樓

光

煥

敎

思

魁

神

面

北

聯

云

立

身

連

北

斗

吐

氣

壯

東

臯

射
□
㕔
在

敎

諭

齋

東

明

主

簿

岳

倫

建

今

廢

僅

存

地

基

週

圍

八

十

六

歩

奎
文
閣
在

按

察

司

東

一

名

龍

樓

久

廢

僅

存

地

基

週

圍

三

十

二

步

八

分

學
東
地
一

區

週

圍

二

百

五

十

八
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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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壇
廟

十
二

學
後
地
一

區

週

圍

一

百

步

社
學
在

儒

學

東

久

廢

僅

存

地

基

週

圍

一

百

五

歩

壇
廟

壇
廟
之
設
所
以
棲
神
也
祀
典
所
載
班
班
可
攷
志
之

固
宜
詳
矣
若
夫
菴
觀
寺
院
邑
多
舊
蹟
雖
非
經
制
之

宜
然
勸
善
懲
惡
俾
民
不
□
亦
神
道
設
敎
之
一
助
也

因
併
及
之

壇
按

定

制

壇

而

不

屋

□

□

□

垣

所

謂

壝

也

駐

立

□

庫

神

厨

宰

牲

房

齋

宿

□

則

可

耳

社
稷
壇
在

城

北

門

外

西

北

一

里

許

高

三

尺

方

二

丈

五

尺

陛

四

出

階

三

級

□

四

圍

門

北

向

明

天

願

□

知

縣

姚

顯

修

久

圯

康

熈

二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重

修

週

圍

八

十

九

步

風
雲
雷
雨
山
川
壇
在

城

南

一

里

許

明

天

順

間

修

制

度

同

社

稷

壇

今

僅

存

地

基

週

圍

一

百

七

十

四

步

八
蜡
壇
在

風

雲

雷

雨

壇

内

邑
厲
壇
舊

在

城

内

公

舘

之

後

明

成

化

年

知

縣

張

源

移

築

城

外

東

北

角

大

淸

河

南

岸

高

三

尺

方

八

尺

墻

四

圍

門

南

向

久

廢

僅

存

地

基

週

圍

六

十

八

步

鄕
厲
壇
俗

名

孤

魂

壇

在

各

鄕

本

圖

久

廢

僅

存

地
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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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壇
廟

十
三

一

在

劉

王

莊

一

畞

三

分

一

在

劉

家

莊

一

畞

三

分

一

六

毫

二

絲

一

在

張

家

莊

一

畞

三

三

毫

一

在

吳

家

莊

一

畞

八

分

七

六

毫

一

絲

四

忽

一

在

窪

裡

一

畞

七

分

七

一

在

西

劉

寨

一

畞

一

分

四

八

毫

一

在

道

滿

頭

一

畞

三

一

毫

椿

樹

一

株

一

在

十

六

戸

六

分

一

三

毫

五

絲

一

在

郭

家

莊

一

畞

三

分

一

在

喬

家

莊

一

畞

三

分

四

五

毫

一

在

郭

家

莊

一

畞

三

分

六

五

毫

一

在

郭

家

寺

西

頭

一

畞

四

分

八

七

毫

五

絲

一

在

李

家

莊

一

畞

三

分

五

毫

四

絲

一

在

孫

家

莊

二

畞

五

分

四

一

毫

三

絲

以

上

各

壇

步

數

畞

數

俱

係

康

熈

二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奉

旨

查

勘

廟
城
隍
廟
在

縣

治

西

北

康

熈

二

十

一

年

五

月

内

盗

犯

九

名

越

獄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虔

禱

全

獲

捐

俸

重

修

題

額

曰

績

襄

雷

露

聯

曰

賞

罰

重

如

山

赫

鑒

高

懸

長

白

嶺

是

非

昭

若

水

靈

遥

播

大

淸

河

關
帝
廟
各

鎭

莊

俱

立

廟

不

能

悉

載

馬
神
廟
在

縣

治

東

康

熈

二

十

四

年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重

修

龍
王
廟
在

東

嶽

廟

東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祈

雨

屢

應

康

熈

二

十

四

年

修

厦

三

楹

題

額

曰

澤

被

天

下

聯

曰

海

水

岱

雲

信

手

拈

來

堪

潤

滿

彗

星

旱

魃

聞

風

逃

去

且

泥

蟠

以

上

壇

廟

俱

祀

典

所

載

玉
皇
廟
在

迎

恩

門

外

康

熈

二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題

□

曰

理

數

宗

工

□

曰

赤

子

胸

中

□

識

知

羣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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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廟

十
四

順

則

紅

雲

深

處

摽

名

字

獨

賦

流

形

一

在

劉

家

鎭

三
官
廟
在

玉

皇

廟

西

東

向

康

熈

二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題

額

曰

膏

潤

宙

合

一

在

劉

家

鎭

一

在

柴

家

店

一

在

九

扈

鎭

一

在

䕶

駕

坡

東
嶽
廟
在

迎

旭

門

外

明

萬

暦

四

十

五

年

重

修

知

縣

劉

希

䕫

題

額

曰

天

齊

廟

有

碑

記

康

熈

二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題

額

曰

發

育

峻

極

聯

云

捍

難

心

勞

化

被

東

臯

三

日

雨

好

生

德

洽

仁

行

北

地

四

時春

大
王
廟
在

東

嶽

廟

西

增
福
廟
在

放

海

門

内

太
尉
廟
在

增

福

廟

西

三
星
廟
在

德

政

街

南

眞
武
廟
在

劉

家

鎭

聖
母
廟
在

歸

蘇

鎭

祠
土
地
祠
各

鎭

莊

多

立

不

悉

載

于
公
祠
在

西

門

内

預

備

倉

東

諱

成

龍

直

霸

州

人

今

廢

李
公
祠
在

西

門

外

玉

皇

廟

東

諱

倩

直

曲

周

人

僅

存

地
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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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觀

十
五

觀
長
春
觀
在

碾

王

莊

有

元

□

正

年

□

記

會
眞
觀
今

改

信

家

□

殿
關
帝
殿
在

凝

秀

門

外

街

西

明

萬

暦

十

九

年

知

縣

王

上

聞

修

康

熈

二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題

額

日

氣

塞

兩

間

聯

曰

志

在

春

秋

忠

魂

不

二

依

西

蜀

□

華

夏

英

風

十

倍

鎭

東

□

天
齊
殿
在

歸

蘇

鎭

康

熈

二

十

三

年

重

修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有

碑

記

題

額

曰

德

周

羣

動

聯

云

觸

處

見

天

心

萬

家

烟

火

歸

蘇

靄

仰

□

思

□

澤

一

鎭

精

誠

□

嶽

通

閣
觀
音
閣
在

城

隍

廟

東

九
聖
閣
在

觀

音

閣

後

眞
武
閣
在

北

門

外

一

在

延

安

鎭

一

在

□

□

□

一

在

臨

河

鎭

知

縣

劉

希

䕫

有

碑

記

寺
行
香
寺
在

世

宦

街

東

知

縣

劉

希

䕫

有

碑

記

康

熈

二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捐

俸

重

修

題

聯

曰

入

定

方

醒

看

栢

樹

披

離

悠

悠

不

昧

西

來

意

偈

空

□

悟

知

梅

子

成

熟

湛

湛

長

明

後

覺

心

玉
泉
寺
在

文

魁

街

南

知

縣

劉

希

䕫

有

碑

記

康

熈

□

十

四

年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重

修

禪

堂

題

聯

日

面

壁
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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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卷
之
二

堂

十
六

何

只

喜

玉

井

香

甘

蒲

團

滋

味

源

頭

水

頂

門

□

否

不

待

金

針

指

㸃

貝

葉

生

涯

雪

後

香

興
隆
寺
在

劉

家

鎭

大
聖
寺
在

城

東

二

十

里

康

熈

二

十

三

年

重

修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有

碑

記

修
眞
寺
在

石

家

店

聖
恩
寺
在

九

扈

鎭

圓
通
寺
在

臨

河

鎭

普
明
寺
在

歸

蘇

鎭

慈
慶
寺
在

延

安

鎭

會
眞
寺
在

信

家

莊

堂
百
子
堂
在

玉

泉

寺

前

觀
音
堂
在

南

門

外

關

帝

殿

前

一

在

曹

務

□

一

在

九

扈

鎭

一

在

柴

家

店

一

在

石

家

店

三
敎
堂
在

曹

家

馬

頭

河

西

七
聖
堂
在

曹

家

馬

頭

一

在

張

家

莊

一

在

□

家

莊

一

在

炭

劉

莊

一

在

西

揚

家

莊

五
龍
堂
在

郗

家

莊

麻
姑
堂
在

城

南

二

十

里

每

年

三

月

十

五

日

十

月

十

五

日

士

民

商

賈

遠

近

雲

集

爲

十

景

之

一

康

熈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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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年

知

縣

余

爲

霖

題

額

曰

坤

德

聖

功

聯

曰

到

處

是

蓬

萊

門

前

活

水

畱

仙

女

隨

時

挹

行

潦

世

外

慈

波

埒

丈

夫

九
聖
堂
在

竇

入

莊

白
衣

一

在

城

德

政

街

南

一

在

柴

家

店

一

在

歸

蘇

鎭

一

在

張

家

莊

一

在

坡

莊

觀
音
菴
在

延

安

鎭

北

甘
泉
菴
卽

白

衣

在

河

溝

張

家

莊

宮
碧
霞
宮
在

城

東

門

外

東

嶽

廟

西

洞
明
宮
卽

泰

山

行

宮

在

延

安

鎭

通

津

街

元

大

德

年

建

典
禮

先
王
制
禮
有
祭
祀
以
教
敬
有
飮
射
以
教
讓
有
鄕
約

以
教
善
皆
經
國
之
大
體
所
貴
本
實
意
以
行
之
者
也

俗
吏
不
此
之
急
而
朝
夕
從
事
徒
在
簿
書
期
會
間
至

歲
時
行
禮
因
陋
就
簡
漫
無
折
衷
不
幾
貽
羞
大
典
耶

□
徵
文
考
獻
舉
凡
名
物
象
數
進
退
周
旋
無
不
詳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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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文
廟

十
八

考
核
彚
爲
成
書

後
之
君
子
遵
而
行
之
庻
不
失
制

禮
初
意
云

文
廟
祀
典

先
師
廟
號
漢
平
帝
稱
宣
尼
公
北
魏
孝
文
帝
稱
文
聖
宣

父
後
周
宣
帝
封
鄒
國
公
隋
文
帝
稱
宣
師
尼
父
唐
元

宗
謚
文
宣
王
宋
眞
宗
謚
元
聖
又
改
至
聖
元
武
宗
號

太
成
至
聖
文
宣
王
明
嘉
靖
九
年
更
號
曰
至
聖
先
師

孔
子
繪
象
始
自
漢
靈
帝
光
和
元
年
畫
先
聖
及
七
十

二
弟
子
像
唐
元
宗
開
元
八
年
特
爲
曾
参
塑
像
坐
於

十
哲
之
次
圖
七
十
弟
子
及
二
十
二
賢
於
廟
壁
出
王

者
袤
冕
服
衣
孔
子
宋
大
中
祥
符
間
加
冕
九
旒
服
九

章
桓
圭
一
令
以
玉
易
木
崇
寜
四
年
加
冕
十
二
旒
服

九
章
金
大
定
十
四
年
用
冕
十
二
旒
加
服
十
二
章
繅

斿
九
就
明
洪
武
十
五
年
命
宋
訥

敕
撤
南
京
大
學

及
天
下
郡
縣
學
像
成
祖
八
年
視
北
京
國
學
因
元
時

塑
像
猶
存
不
忍
遽
毁
而
齊
寜
長
山
諸
邑
章
服
不
古



ZhongYi

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文
廟

十
九

有
詔
改
正
天
順
中
蘇
州
知
府
林
鶚
始
因
泥
像
剝
落

易
以
木
主
至
嘉
靖
釐
正
通
行
而
北
雍
古
像
盡
徹
矣

從
祀
先
儒
自
洪
武
四
年
黜
楊
雄
進
董
仲
舒
正
綂
二

年
以
宋
胡
安
國
蔡
沈
眞
德
秀
從
祀
八
年
以
元
吳
澄

從
祀

治
九
年
以
宋
楊
時
從
祀
嘉
靖
釐
正
祀
典
罷

祀
公
伯
寮
秦
冉
顔
何
荀
况
戴
聖
劉
向
賈
逵
馬
融
何

休
王
肅
王
弼
杜
預
吳
澄
十
三
人
改
祀
林
放
蘧
瑗
鄭

衆
盧
植
鄭
元
服
䖍
范
寗
七
人
於
其
鄕
增
入
后
蒼
王

通
毆
陽
修
胡
瑗
陸
九
淵
從
祀

慶
五
年
進
薛
瑄
萬

暦
十
二
年
進
王
守
仁
陳
獻
章
胡
居
仁
三
十
九
年
增

宋
羅
從
彦
李
侗
從
祀

宋

濓

云

古

者

造

木

主

以

悽

神

天

子

諸

侯

之

廟

皆

有

主

大

夫

束

帛

以

依

神

士

結

茅

爲

菆

無

有

設

像

之

事

今

因

開

元

之

制

搏

土

而

肖

像

焉

則

失

神

而

明

之

之

義

矣

邱

日

北

史

有

造

銅

人

泥

人

之

律

則

泥

人

固

非

禮

法

所

許

况

以

祀

聖

人

耶

又

况

後

世

郡

邑

豊

瘠

異

貌

老

少

殊

狀

無

當

于

聖

容

耶

李

之

藻

云

賛

吾

夫

子

者

至

祖

述

憲

章

數

語

而

盡

唐

□

宗

後

雖

代

有

□

□

然

而

繪

天

者

難

爲

工

也

公

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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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文
廟

二
十

王

者

之

號

旣

不

可

加

于

聖

人

則

冕

服

無

從

而

定

况

服

制

自

相

矛

盾

如

冕

用

天

子

而

服

用

上

公

或

冕

服

用

天

子

而

繅

斿

用

上

公

尤

爲

背

戾

又

唐

制

先

聖

與

門

弟

子

同

服

衮

冕

宋

立

㦸

門

㦸

六

枝

擬

正

一

品

宗

增

二

十

四

枝

擬

王

制

俱

悖

嘉

靖

九

年

禮

部

議

宋

眞

宗

稱

孔

子

爲

至

聖

其

義

巳

備

今

宜

去

王

號

及

大

成

文

宣

之

稱

而

稱

至

聖

先

師

孔

子

廟

宇

稱

廟

不

宜

稱

殿

其

四

配

稱

復

聖

顔

子

宗

聖

曾

子

述

聖

子

思

子

亞

聖

孟

子

十

哲

以

下

及

門

弟

子

皆

稱

先

賢

某

子

左

丘

明

以

下

皆

稱

先

儒

某

子

凡

一

切

公

侯

伯

不

宜

復

稱

以

混

成

周

封

爵

之

制

又

章

服

之

加

起

于

塑

像

今

製

木

以

爲

神

主

擬

定

大

小

尺

寸

著

爲

定

式

其

塑

像

卽

令

屏

撤

勿

得

存

畱

使

先

聖

先

賢

之

神

不

復

依

土

木

之

妖

以

别

釋

氏

之

教

又

配

享

父

子

大

倫

不

宜

紊

亂

宜

别

立

一

祠

以

祀

叔

梁

□

題

稱

啟

聖

公

孔

氏

神

位

以

顔

無

繇

曾

㸃

孔

鯉

孟

氏

配

俱

稱

先

賢

某

氏

又

從

祀

之

賢

萬

世

瞻

仰

所

係

□

重

不

可

不

考

其

得

失

以

清

祀

典

申

黨

卽

申

棖

止

存

棖

公

伯

寮

以

譛

子

路

黜

荀

况

以

言

性

惡

黜

劉

向

以

喜

神

仙

黜

王

肅

以

黨

司

馬

氏

黜

杜

預

以

黨

貴

要

建

短

䘮

黜

賈

逵

以

附

會

䜟

緯

黜

馬

融

以

貪

鄙

附

勢

黜

何

休

以

黜

周

王

魯

黜

王

弼

以

旨

宗

老

莊

黜

先
師
廟
祀
明
洪
武
初
定
樂
章
舞
六
佾
命
製
大
成
樂
噐

頒
行
天
下
府
州
縣
學
樂
用
登
歌
朔
望
令
郡
縣
以
下

詣
學
行
禮
嘉
靖
釐
正
祀
典
春
秋
仲
月
上
丁
以
正
官

爲
獻
官
縣
佐
教
官
爲
分
獻
官
康
熈
二
十
三
年
知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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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文
廟

二
十
一

余
爲
霖
恪
遵
其
制
教
肄
禮
樂
焉

樂
章

大
哉
孔
子
聖
道
尊
崇
維
持
王
化
斯
民
是
宗
典
祀
有
常

精
純
並
隆
神
其
來
格
於
昭
聖
容
迎

神

自
生
民
來
誰
底
其
盛
惟
師
神
明
度
越
前
聖
粢
帛
其
成

禮
容
斯
稱
黍
稷
非
馨
維
神
之
聽
奠

帛

大
哉
聖
師
實
天
生
德
作
樂
以
崇
時
祀
無
斁
淸
酤
維
馨

嘉
牲
孔
碩
薦
修
神
明
庻
幾
昭
格
初

獻

百
王
宗
師
生
民
物
軌
瞻
之
洋
洋
神
其
寜
止
酌
彼
金
壘

維
淸
且
旨
登
獻
維
三
於
嘻
成
禮
亞

獻

終

獻

同

犠
象
在
前
爼
豆
在
列
以
享
以
薦
旣
芬
旣
潔
禮
成
樂
傋

人
和
神
悅
祭
則
受
福
率
遵
無
越
徹

有
嚴
學
宫
四
方
來
宗
恪
共
祀
事
威
儀
雍
雍
歆
兹
維
馨

神
馭
還
復
明
禋
斯
畢
咸
膺
百
福
送

神

奠

瘞

同

樂
曲

咸
和
迎

神

徹

选

神

望

□

□

□

□

曲

寜
和
奠

帛

初

獻

安
和
亞獻

景
和
三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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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文
廟

二
十
二

樂
噐

麾
一
柷
一
敔
一
琴
六
瑟
二
篴
六
笙
六
鳯
簫
二
横
笛
六

鐘
十
六
磬
十
六
塤
二
箎
二
搏
拊
二
應
鼔
一
翟
籥
合

四
十
八
引
節
□

樂
生
三
十
六
人
舞
生
三
十
六
人
歌
生
六
人

祭
品

至
聖
位
前
祭
用
帛
一
牛
一
羊
一
豕
一
爵
三
登
一
鉶
□

中

登

爲

太

煑

肉

汁

不

用

鹽

醬

兩

傍

鉶

爲

和

以

猪

腰

羊

膂

造

簠
二
一

盛

黍

一

盛

稷

簋
二

一

盛

稻

一

盛

梁

籩
八
一

菱

二

榛

三

棗

四

形

鹽

五

韭

菹

六

菁

菹

七

芹

菹

入

笋

菹

豆
八
一□

□

二

芡

三

栗

四

藁

魚

五

醓

醢

六

鹿

醢

七

兎

醢

八

魚

醢

○

會

典

載

凡

祭

丁

品

物

非

其

土

産

者

以

所

産

代

四
配
前
祭
爲
四
壇
各
帛
一
爵
三
登
一
鉶
二
簠
一
簋
一

籩
六
豆
六
共
用
羊
二
豕
二

十
哲
前
祭
東
西
二
壇
各
帛
一
羊
一
豕
一
爵
五
鉶
一
簠

一
簋
一
籩
四
豆
四

兩
廡
祭
各
十
二
壇
每
壇
爵
四
簠
一
簋
一
籩
四
豆
四
共

用
帛
一
豕
一
羊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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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之
二

文
廟

二
十
三

祭
儀

祭
前
一
日
執
事
者
設
香
案
牲
房
外
獻
官
常
服
詣
省
牲

所
省
牲
宰
牲
盛
毛
血
少
許
于
盤
是
日
觀
樂
習
儀
齊

宿
及
期
質
明
鼓
三
嚴
樂
舞
生
就
位
執
事
者
各
司
其

事
陪
祭
官
分
獻
官
獻
官
以
次
就
位

毛
血
舞
生
執

羽
籥
迎
神
麾
生
舉
麾
擊
柷
樂
奏
咸
和
之
曲
奏
畢
四

拜
樂
盡
麾
生
偃
麾
櫟
敔
樂
止
奠
帛
行
初
獻
禮
詣

洗
所

畢
詣
酒
罇
所
司
罇
酌
酒
詣
至
聖
前
麾
生
舉

麾
擊
柷
樂
奏
寜
和
之
曲
跪
奠
帛
獻
爵
俯
伏
平
身
詣

讀
祝
位
麾
生
偃
麾
樂
暫
止
衆
官
跪
讀
祝

祝
文

維
某
年
歲
次
某
甲
子
某
月
朔
某
日
某
甲
子
某
衙
門
官

某
等
敢
昭
吿
于
至
聖
先
師
孔
子
曰
惟
師
德
配
天
地

道
冠
古
今
刪
定
六
經
埀
憲
萬
世
兹
惟
仲
卷秋

謹
以
牲

帛
醴
齊
粢
盛
庻
品
式
陳
明
薦
以
復
聖
顔
子
宗
聖
曾

子
述
聖
子
思
子
亞
聖
孟
子
配
尚
享
讀
畢
俯
伏
興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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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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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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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廟

二
十
四

身
麾
生
舉
麾
樂
生
接
舞
奏
先
未
終
之
樂
詣
四
配
前

跪
奠
帛
獻
爵
畢
俯
伏
興
平
身
行
分
獻
禮
各
獻
官
詣

洗
所

畢
詣
酒
罇
所
酌
酒
詣
東
西
哲
詣
東
西
廡

神
位
前
俱
跪
奠
帛
獻
爵
畢
俱
俯
伏
興
平
身
復
位
樂

盡
麾
生
偃
麾
櫟
敔
樂
止
行
亞
獻
禮
麾
生
舉
麾
擊
柷

樂
奏
安
和
之
曲
禮
同
初
獻
畢
麾
生
偃
麾
櫟
敔
樂
止

行
終
獻
禮
麾
生
舉
麾
擊
柷
樂
奏
景
和
之
曲
禮
同
亞

獻
畢
麾
生
偃
麾
櫟
敔
樂
止
跪
飮
福
受
胙
畢
俯
伏
興

平
身
復
位
鞠
躬
拜
興
二
平
身
各
官
拜
訖
徹

麾
生

舉
麾
擊
柷
樂
奏
咸
和
之
曲
執
事
稍
動
籩
豆
司
節
引

舞
生
序
立
樂
盡
麾
生
偃
麾
櫟
敔
樂
止
送
神
麾
生
舉

麾
擊
柷
樂
奏
咸
和
之
曲
鞠
躬
拜
興
四
平
身
各
官
拜

訖
樂
盡
麾
生
偃
麾
櫟
敔
樂
止
讀
祝
者
執
祝
進
帛
者

捧
帛
各
詣

所
望

麾
生
舉
麾
擊
柷
樂
奏
咸
和
之

曲
捧
祝
帛
者
詣
望

位
獻
官
分
獻
官
陪
祭
官
至

所
祝
一
帛
一
叚
數
至
九
叚
焚
訖
樂
盡
麾
生
偃
麾
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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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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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文
廟

二
十
五

敔
樂
止
禮
畢

啟
聖
祠
祀
先
師
則
前
期
從
事
陳
設
祭
品
同
至
聖
前
唯

不
設
太

一
登
各
配
陳
設
同
十
哲
從
祀
陳
設
同
兩

廡祝
文

維
某
年
月
日
某
官
某
等
致
祭
于
啟
聖
公
孔
氏
之
神
曰

惟
公
誕
生
至
聖
爲
萬
世
王
者
師
功
德
顯
著
兹
因
仲

春秋

告
祀
以
先
賢
顔
氏
先
賢
曾
氏
先
賢
孔
氏
先
賢
孟

孫
氏
光
儒
□
氏
程
氏
朱
氏
蔡
氏
□
尚
□

各
宦
祠
祀
用
豕
一
帛
一
爵
三
雜
以
果
品

祝
文

於
惟
羣
公
淑
氣
攸
鍾
昔
宦
兹
土
政
澤
流
通
籩
豆
静
嘉

時
祭
之
供
民
具
爾
思
其
曷
有
窮

鄕
賢
祠
祀
用
豕
一
帛
一
爵
三
雜
以
果
品

祝
文

於
惟
羣
賢
輝
□
後
□
文
章
德
業
奕
世
相
傳
籩
豆
承
事



ZhongYi

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壇
壝

二
十
六

□
供
于
前
高
山
景
行
終
不
可
誼

壇
壝
祀
典

社
稷
壇
明

初

異

壇

同

壝

祀

社

以

后

上

勾

龍

氏

配

祀

稷

以

后

稷

氏

配

埋

石

主

於

壇

之

正

中

更

爲

木

主

藏

焉

祭

則

設

於

壇

上

後

罷

勾

龍

后

稷

配

享

祭
品

歲
春
秋
仲
月
上
戊
日
致
祭
凡
祭
用
羊
二
豕
二
帛
二
爵

三
登
一
鉶
二
籩
四
豆
四
簠
二
簋
二
樂
用
鼓
吹

祭
儀

前
期
送
祭
品
省
牲
齋
宿
至
期
陪
祭
官
先
就
位
贊
引
獻

官
就
位
迎
神
奠
帛
初
獻
讀
祝
亞
獻
終
獻
飮
福
受
胙

徹

送
神
望

禮
畢

風
雲
雷
雨
山
川
壇
明

洪

武

初

命

禮

官

考

定

風

雲

雷

雨

諸

天

神

合

爲

一

壇

天

下

山

川

城

隍

諸

地

祗

令

爲

一

壇

春

秋

戊

日

祭

附

禮

官

奏

風

師

雨

師

之

祀

見

於

周

官

秦

漢

隋

唐

皆

有

祭

天

寳

中

又

增

雷

師

因

升

風

雨

雷

師

爲

中

祀

宋

元

因

之

王

制

曰

天

子

祭

天

下

名

山

大

川

五

嶽

四

瀆

秦

罷

封

建

□

□

皆

領

於

祠

官

漢

復

建

諸

侯

侯

國

各

祀

□

內

□

□

□

吁

□

預

焉

宜

帝

時

嶽

瀆

始

有

使

者

持

節

侍

祀

之

□

城

隍

之

祀

唐

李

陽

氷

謂

祀

典

所

無



ZhongYi

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壇
壝

二
十
七

惟

吳

越

有

之

然

成

都

城

隍

祠

太

和

中

李

德

裕

所

建

張

說

有

祭

荆

州

城

隍

文

杜

收

有

祭

黄

州

城

隍

女

則

不

獨

吳

越

爲

然

又

蕪

湖

城

隍

建

於

吳

赤

烏

二

年

高

齊

慕

容

儼

梁

武

陵

王

祀

城

隍

神

皆

書

於

史

□

不

獨

唐

而

巳

宋

以

來

其

祀

遍

天

下

或

鍚

廟

□

或

頒

封

爵

則

前

代

崇

祀

之

意

有

在

也

祭
品

歲
春
秋
仲
月
上
巳
日
致
祭
凢
祭
川
羊
三
豕
三
帛
七
爵

三
登
一
鉶
二
籩
四
豆
四
簠
二
簋
二
樂
用
鼓
吹

祭
儀

同
社
稷
壇
惟
望
燎
異
社

稷

壇

爲

望

有

坎

山

川

壇

爲

望

燎

有

燎

所

邑
厲
壇
明

初

定

禮

以

城

隍

神

位

主

之

列

無

祀

鬼

神

于

旁

欽

䧏

祭

文

立

石

子

壇

南

祭
文

某
官
遵
承
禮
部
劄
付
爲
祭
祀
本
縣
闔
境
無
祀
鬼
神
該

欽
奉

皇
帝
聖
旨
普
天
之
下
后
土
之
上
無
不
有
人

無
不
有
鬼
神
人
鬼
之
道
幽
明
雖
殊
其
理
則
一
故
天

一
下
之
廣
兆
民
之
衆
必
立
君
以
王
之
君
總
其
大
又
設

官
分
職
于
府
州
縣
以
各
長
之
各
府
州
縣
又
于
每
一

百
戸
內
設
一
里
長
以
率
領
之
上
下
之
職
紀
綱
不
紊



ZhongYi

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壇
壝

二
十
八

此
治
人
之
法
如
此
天
子
祭
天
地
神
祗
及
天
下
山
川

王
國
各
府
州
縣
祭
境
內
山
川
及
祀
典
神
袛
庻
民
祭

其
祖
先
及
里
社
土
糓
之
神
上
下
之
禮
各
有
等
第
此

事
神
之
道
如
此
尚
念

之
中
無
祀
鬼
神
昔
爲
生

民
未
知
何
故
而
殁
其
間
有
遭
兵
刃
而
横
傷
者
有
死

于
水
火
盗
賊
者
有
被
人
取
財
而
逼
死
者
有
被
人
強

奪
妻
妾
而
死
者
有
遭
刑
禍
而
負
屈
死
者
有
天
災
流

行
而
疫
死
者
有
爲
猛
獸
毒
蟲
所
害
者
有
爲
饑
餓
凍

死
者
有
因
戰
闘
而
殞
身
者
有
因
危
急
而
自
縊
者
有

因
墻
屋
傾
頽
而
壓
死
者
有
死
後
無
子
孫
者
此
等
鬼

魂
或
終
于
前
代
或
殁
于
近
世
或
兵
戈
擾
攘
流
離
于

他
鄕
或
人
煙
斷
絶
久
缺
其
祭
祀
姓
名
冺
没
于
一
時

祀
典
無
聞
而
不
載
此
等
孤
䰟
死
無
所
依
精
魄
未
散

結
爲
陰
靈
或

草
附
木
或
作
爲
妖
怪
悲
號
于
星
月

之
下
呻
吟
于
風
雨
之
時
凡
遇
人
間
節
令
心
思
陽
世

魂
杳
杳
以
無
歸
身
墮
沉
淪
意
懸
懸
而
望
祭
興
言
及



ZhongYi

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壇
壝

二
十
九

此
憐
其

悽
故

天
下
有
司
依
時
饗

在
京
都
有

泰
厲
之
祭
在
王
國
有
國
厲
之
祭
在
各
府
州
有
郡
屬

之
祭
在
各
縣
有
邑
厲
之
祭
在
一
里
又
各
有
鄕
厲
之

祭
期
于
神
依
人
而
血
食
人
敬
神
而
知
禮
仍
命
本
處

城
隍
以
主
此
祭
欽
奉
如
此
今
某
等
不
敢
有
違
謹
設

壇
于
城
北
以
某
月
日
置
備
牲
醴

飯
專
祭
本
縣
□

境
無
祀
鬼
神
等
衆
靈
其
不
昧
來
饗
此
祭
凢
我
一
縣

境
内
人
民
倘
有
忤
逆
不
孝
不
敬
六
親
者
有
奸
盗
詐

僞
不
畏
公
法
者
有
抑
曲
作
□
欺
□
□
善
者
有
躱
避

差
徭
靠
損
貧
戸
者
似
此
頑
惡
姦
邪
不
良
之
徒
神
必

報
于
城
隍

露
其
事
使
遭
官
府
輕
則
笞
决
杖
㫁
不

得
號
爲
良
民
重
則
徒
流
絞
斬
不
得
生
還
鄕
里
若
事

未

露
必
遭
陰
譴
使
舉
家
並

瘟
疫
六
畜
田
蠶
不

利
如
有
孝
順
父
母
和
睦
親
族
畏
惧
官
府
遵
守
禮
法

不
作
非
爲
良
善
正
直
之
人
神
必
達
之
城
隍
陰
加
䕶

佑
使
其
家
道
安
和
農
事
順
序
父
母
妻
子
保
守
鄕
里



ZhongYi

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壇
壝

三
十

我
等
□
縣
官
吏
人
等
如
有
上
欺
朝
廷
下
枉
良
善
貪

財
作
弊
蠧
政
害
民
者
靈
必
無

一
體
昭
報
如
此
則

鬼
神
有
鑒
察
之
明
官
府
非
謟
䛕
之
祭

禮

官

奏

按

祭

法

王

祭

泰

厲

諸

侯

祭

公

厲

大

夫

祭

族

厲

又

士

䘮

禮

疾

病

禱

於

厲

鄭

氏

謂

漢

時

民

家

皆

秋

祠

厲

則

此

事

又

達

於

民

也

春

秋

傳

曰

鬼

有

所

歸

乃

不

爲

厲

然

則

鬼

乏

祭

享

而

無

所

歸

則

必

爲

害

古

者

七

祀

於

前

代

帝

王

諸

侯

卿

大

夫

之

無

後

皆

致

其

祭

豈

無

所

爲

而

然

哉

後

世

以

爲

渉

於

滛

謟

非

禮

之

正

遂

不

舉

行

而

此

等

無

依

之

鬼

乃

或

依

附

土

木

爲

民

禍

福

以

邀

享

祀

者

葢

無

足

怪

今

欲

舉

其

祀

宜

於

京

都

王

國

各

府

州

縣

及

里

社

皆

祭

祀

之

而

天

下

之

滛

祀

一

切

屏

除

使

鬼

之

無

所

歸

附

者

不

失

祭

享

則

災

厲

不

作

是

亦

除

民

害

之

一

端

也

祭
品

歲
以
清
明
中
元
十
月
朔
致
祭
凢
祭
用
羊
三
豕
三
果
四

飯
㝠
衣
數
百
具
以
米
三
石
炊
飯
席
地
焚
香
列
矩

祭
儀

先
期
導
迎
城
隍
神
位
於
壇
榜
無
祀
鬼
神
於
兩
旁
届
期

長
吏
率
僚
佐
俟
脯
時
致
祭
行
四
拜
三
獻
送
神
禮
畢

土
地
祠
歲

以

春

秋

仲

月

上

巳

日

祭



ZhongYi

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壇
壝

三
十
一

獄
神
祠
在

犴

狴

內

縣

官

初

任

□

城
隍
廟
歲

以

春

秋

仲

月

上

巳

日

令

祭

於

山

川

壇

縣

令

初

任

致

祭

蜡
廟
歲

以

春

秋

仲

月

上

巳

日

祭

馬
神
廟
歲

以

春

秋

仲

月

上

戊

日

祭

芒
神
歲

以

立

春

日

祭

旗
纛
神
歲

以

驚

蟄

霜

降

日

在

演

武

塲

䑓

上

祭

之

奎
神
歲

以

二

八

月

上

丁

日

祭

文
昌
帝
君
歲

以

二

八

月

上

丁

日

祭

鄕
飮
酒
禮

鄕
飮
酒
禮
每
歲
春
冬
於
明
倫
堂
行
禮
以
正
官
爲
主
位

東
南
以
致
仕
官
爲
大
賔
位
西
北
擇
鄕
里
年
高
有
德

之
人
爲

賔
位
東
北
以
次
長
爲
介
賔
位
西
南
以
賔

之
次
者
爲
三
賔
位
于
賔
主
介

之
後
司
正
以
教
職

爲
之
主
揚
觶
以
行
罰
贊
禮
以
老
成
生
員
爲
之
又
按

大
明
集
禮
如
無

賔
以
佐
貳
官
爲
之
先
期
主
人
朝

服
就
先
生
而
謀
賔
介
先
生
鄕
中
致
仕
者
大
夫
名
曰



ZhongYi

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鄕
飮

三
十
二

父
師
士
名
少
師
恒
知
鄕
人
之
賢
者
是
以
就
而
謀
之

戒
賔
詣
賔
門
將
命
者
入
告
曰
某
日
行
鄕
飮
禮
請
某

子
臨
賔
出
迎
門
外
肅
主
以
入
至
堂
揖
訖
主
人
前
曰

吾
子
學
優
行
高
應
兹
觀
國
某
日
展
禮
請
吾
子
臨
之

賔
曰
某
固
陋
恐
辱
命
敢
辭
主
人
曰
謀
于
父
師
少
師

莫
若
吾
子
賢
敢
固
以
請
賔
曰
夫
子
申
命
之
某
敢
不

敬
須
主
人
再
拜
賔
拜
主
人
退
賔
拜
送
主
人
戒
介
亦

如
之
乃
歸
陳
設
坐
次
司
正
率
執
事
習
禮
至
日

明

宰
牲
具

主
人
率
僚
屬
司
正
先
至
遣
人
速
賔
賔
至

出
迎
于
庠
門
外
三
揖
三
讓
升
堂
兩
拜
就
位
執
事
者

引
司
正
詣
堂
中
北
面
立
賔

以
下
皆
立
司
正
揖
賔

以
下
皆
報
揖
執
事
者
以
觶
酌
酒
授
司
正
司
正
舉

酒
曰
恭
惟
朝
廷
率
由
舊
章
敦
崇
禮
教
舉
行
鄕
飮
非

爲
飮
食
凢
我
長
㓜
各
相
勸
勉
爲
臣
盡
忠
爲
子
盡
孝

長
㓜
有
序
兄
友
弟
恭
內
睦
宗
族
外
和
鄕
里
無
或
廢

墜
以
忝
所
生
讀
畢
司
正
飮
酒
飮
畢
以
觶
授
執
事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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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鄕
飮

三
十
三

正
揖
賔

以
下
皆
報
揖
司
正
復
位
執
事
者
舉
律
令

案
于
堂
中
讀
律
令
者
詣
案
前
北
向
立
賔

以
下
皆

拱
立
讀
曰
大
誥
鄕
飮
酒
禮
敘
長
㓜
論
賢
良
别
姦
頑

異
罪
人
其
坐
席
間
高
年
有
德
者
居
干
上
高
年
淳
篤

者
竝
之
以
次
序
齒
而
列
其
有
曾
違
條
犯
法
之
人
不

許
干
與
良
善
之
席
主
者
若
不
分
别
致
使
貴
賤
混
淆

察
知
或

覺
罪
以
違
制
姦
頑
紊
亂
正
席
者
全
家
移

出
化
外
讀
畢
復
位
執
事
者
舉

案
至
賔
前
主
人
獻

賔
薦
脯
醢
設
折
爼
賔
酬
主
人
如
之
獻

介

介
酬

皆
如
之
各
就
位
坐
工
入
升
歌
鼓
瑟
歌
鹿
鳴
四
牡
皇

皇
者
蕐
三
終
主
人
獻
工
笙
入
笙
南
陔
白
蕐
蕐
黍
三

終
間
歌
魚
麗
笙
由
庚
歌
南
有
嘉
魚
笙
崇
丘
歌
南
山

有
䑓
笙
由
儀
三
終
乃
合
樂

睢
鵲
巢
葛
覃
采
蘩
卷

耳
采
蘋
三
終
工
告
正
歌
備
乃
徹

賔
主
兩
拜
訖
又

賔

介
衆
賔
拜
訖
送
賔
三
揖
出
庠
門
而
退
明
日
賔

服
鄕
服
以
拜

主
人
如
賔
服
以
拜
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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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鄕
飮

三
十
四

國
朝
康
熈
十
年
知
縣
徐
國
珍
初
舉
行
康
熈
二
十
四
年

知
縣
余
爲
霖
復
舉
行
焉

按

會

典

鄕

飮

之

設

所

以

尊

髙

年

尚

有

德

典

禮

譲

敢

有

誼

譁

失

禮

者

許

楊

觯

者

以

禮

責

之

其

或

因

而

致

爭

競

者

主

席

者

會

衆

罪

之

又

凢

里

祉

每

歲

春

秋

社

祭

會

飮

畢

行

鄕

飮

酒

禮

所

用

酒

餚

于

一

百

家

内

供

辦

毋

致

奢

靡

百

家

内

除

乞

丐

外

但

係

年

老

者

雖

至

貧

亦

須

上

坐

少

者

雖

至

冨

必

序

齒

下

坐

不

許

□

□

違

者

以

違

制

論

其

有

過

犯

之

人

雖

年

長

財

富

須

坐

于

衆

賔

席

末

聽

講

律

受

戒

諭

供

飮

酒

畢

同

退

不

許

在

衆

賔

上

坐

如

有

過

犯

之

人

不

行

赴

飮

及

强

坐

衆

賔

之

上

者

卽

係

頑

民

主

席

及

諸

人

首

告

遷

徙

邊

遠

住

坐

其

主

席

及

衆

賔

推

譲

有

犯

人

在

止

坐

同

罪

各

里

社

以

百

家

爲

一

會

百

家

之

内

以

里

長

主

席

共

餘

百

人

年

最

高

有

德

人

所

推

服

者

一

人

爲

賔

其

次

一

人

爲

介

其

餘

各

依

年

齒

序

坐

如

有

鄕

人

爲

官

致

仕

者

主

席

請

以

爲

擇

通

文

學

者

一

人

爲

揚

觶

一

人

爲

讀

律

二

人

爲

贊

禮

故

日

鄕

飮

定

制

使

民

歲

時

燕

會

習

禮

讀

律

期

于

申

明

朝

廷

之

法

敦

敘

長

㓜

之

節

也

又

按

禮

記

注

先

儒

爲

鄕

飮

有

四

一

則

三

年

賔

賢

能

二

則

鄕

大

夫

飮

國

中

賢

者

三

則

州

長

習

射

四

則

黨

正

蜡

祭

然

鄕

人

凢

有

會

聚

當

行

此

禮

恐

不

特

四

時

也

論

語

鄕

人

飮

酒

杖

者

出

斯

出

矣

亦

指

鄕

人

而

言

之

又

按

鄕

飮

酒

義

主

人

親

速

賔

及

介

而

衆

賔

自

從

之

至

于

門

外

主

人

拜

賔

及

介

而

衆

賔

自

入

貴

賤

之

義

别

矣

三

揖

至

于

階

三

譲

以

賔

升

拜

至

獻

酬

辭

譲

之

節

繁

及

介

省

矣

至

千

衆

賔

升

受

坐

祭

立

飮

不

酢

而

降

隆

殺

之

義

辦

矣

工

入

升

歌

三

終

主

人

獻

之

笙

入

三

終

主

人

獻

之

間

歌

三

終

合

樂

三

終

工

告

樂

備

遂

出

一

人

陽

觶

乃

立

司

正

焉

知

其

能

和

樂

而



ZhongYi

齊
東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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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
鄕
射

三
十
五

不

流

也

賔

酬

主

人

主

人

酬

介

介

酬

衆

賔

少

長

以

齒

終

于

沃

洗

者

焉

知

其

能

弟

長

而

無

遺

矣

降

說

屬

升

坐

修

爵

無

數

飮

酒

之

節

朝

不

廢

朝

莫

不

廢

夕

賔

出

主

人

拜

送

節

文

終

遂

焉

知

其

能

安

燕

而

不

亂

也

此

五

者

之

教

古

今

莫

可

易

也

餘

若

尊

于

房

戸

洗

當

東

榮

烹

狥

東

方

齊

肺

啐

酒

之

先

王

立

義

固

深

然

古

今

異

宜

不

必

同

也

鄕
射
禮

射
禮
前
期
戒
射
定
耦

執
事

司
正
副
司
正
司
射
司

射
噐
請
射
舉
爵
收
矢
執
旗

鵠
陳
設
訖
至
日
執
事

者
入
就
位
請
射
者
引
主
射
正
官
及
各
官
員
子
弟
士

民
俊
秀
者
各
就
品
位
司
射
噐
者
以
弓
矢
置
于
各
正

官
及
司
射
前
請
射
者
詣
正
官
前
揖
畢
引
詣
司
射
噐

前
受
弓
矢
訖
復
位
司
正
執
筭
入
立
于
中
後
請
射
者

詣
司
射
前
曰
請
誘
射
引
司
射
二
人
耦
進
各
以
三
矢

搢
于
腰
帶
之
右
以
一
矢
挾
于
二
指
間
推
年
長
者
爲

上
射
年
㓜
者
爲
下
射
上
射
先
詣
射
位
向
鵠
正
立

矢
司
正
書
中
投
筭
置
于
中
舉
旗
者
如
所
射
應
之
射

畢
退
立
于
傍
讓
下
射
者
詣
位
射
訖
請
射
者
俱
引
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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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
鄕
射

三
十
六

位
收
矢
者
收
矢
復
于
射
者
司
正
取
所
中
筭
請
射
者

次
請
士
民
俊
秀
射
次
請
官
員
子
弟
射
次
請
品

至

品
高
者
射
其
就
射
位

矢
取
筭
書
中
舉
旗
收
矢
復

位
皆
如
前
儀
旣
畢
司
正
副
司
正
各
持
筭
白
中
于
主

射
正
官
舉
爵
者
酌
酒
授
中
者
飮
之
中
的
者
三
爵
中

采
者
二
爵
飮
訖
請
射
者
請
屬
官
以
下
奉
弓
矢
納
于

司
射
噐
還
詣
主
射
正
官
前
相
揖
而
退

按

記

曰

合

諸

鄕

射

教

之

鄕

飮

酒

之

禮

而

孝

弟

之

行

立

矣

今

儀

禮

全

文

不

能

復

卽

會

典

所

載

亦

久

不

行

何

以

教

民

禮

讓

乎

謹

存

大

畧

以

存

餼

羊

之

□

鄕
約

鄕
約
所
各
關
廂
里
社
俱
以
寛
敞
廟
宇
爲
之
康
熈
二
十

一
年
予
講
約
玉
泉
寺
復
著
勸
民
歌
刋
布
境
內
仍
令

各
鄕
村
父
老
告
戒
子
弟
讀
書
識
宇
邑
人
向
風
焉

按

明

制

百

一

十

戸

爲

一

里

里

有

長

十

戸

爲

一

甲

十

甲

爲

一

保

保

有

正

副

擇

有

十

幹

者

爲

之

優

其

禮

遇

率

丁

壯

具

兵

杖

肄

武

藝

以

備

非

常

遇

有

警

相

爲

救

援

鳴

宵

柝

禁

夜

行

以

防

盗

偷

十

家

爲

一

牌

填

註

名

籍

生

業

輪

流

懸

掛

出

入

往

來

互

相

覺

察

一

家

有

犯

不

舉

者

連

生

大

率

家

□

于

甲

甲

屬

于

社
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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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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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
學
田

三
十
七

于

保

此

保

甲

之

法

也

又

有

鄕

約

有

老

人

賜

以

冠

帶

凢

鄕

村

爭

訟

者

成

就

質

焉

否

則

爲

越

訴

此

鄕

約

之

法

也

後

俱

以

爲

役

有

司

不

加

禮

貌

而

文

教

武

備

盡

廢

矣

學
田

古
無
學
田
有
之
自
嘉
靖
王
令
始
然
裁
而
旋
復
以
賚

士
子
至
渥
也
予
涖
齊
念
公
車
廷
試
之
資
賔
興
義
學

之
費
且
士
多
貧
乏
拯
濟
無
術
因
捐
薄
俸
於
學
田
原

額
九
十

外
增
買
二
頃
七
十

六
分
有
竒
名
曰
義

庒
非
市
惠
也
亦
藉
以
振
興
文
教
耳
恐
後
有
侵
漁
其

中
者
因
志
地
叚
四
至
弓
口

數
併
爲
序
勒
石
立
於

本
庄
之
側
以
埀
不
朽
云

原
額
學
田

地
一
叚
東

至

謝

儒

南

至

小

道

西

至

道

心

北

至

道

心

計
中
地
三
十

地
一
叚
東

至

楊

德

修

南

至

許

家

□

西

至

道

心

北

至

道

心

計
中
地
六
十

右
學
田
原
係
明
嘉
靖
辛
酉
年
知
縣
王
朝
璽
捐
俸
貿
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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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學
田

三
十
八

詔
地
大

二
十
九

五
分

張
南
化
地
大

一

三
分

李
汝
芬
地
大

九

俱

坐

落

許

家

園

今
查
由
单
官

九
十

共
該
派
銀
五
兩
八
錢

義
庄
學
田

康
熈
二
十
三
年
知
縣
余
爲
霖
捐
俸
新
買
李
璲
宅
並
地

宅
地
一
叚
東

至

劉

恂

南

至

道

心

西

至

李

蕐

林

北

至

李

良

遂

南

廣

伍

歩

北

廣

陸

歩

㭍

分

伍

厘

長

貳

拾

陸

歩

㭍

分

積

歩

壹

百

伍

拾

陸

歩

捌

分

陸

厘

貳

毫

伍

□

折

上

地

陸

分

伍

厘

叁

毫

陸

絲

塲
園
一
方
東

至

李

化

行

南

至

李

良

遂

西

至

李

蕐

林

北

至

道

心

南

廣

陸

歩

伍

分

中

廣

陸

歩

伍

分

北

廣

陸

歩

捌

分

長

叁

拾

捌

歩

積

歩

貳

百

伍

拾

歩

捌

分

折

中

地

壹

肆

厘

伍

毫

棗

叁

株

小
灣
地
一
叚
東

至

橫

頭

南

至

李

化

耿

西

至

道

北

至

牛

士

英

東

廣

貳

拾

歩

壹

分

中

廣

貳

拾

叁

歩

㭍

分

西

廣

貳

拾

歩

肆

分

貳

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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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
學
田

三
十
九

長

壹

百

㭍

拾

㭍

歩

㭍

分

積

歩

叁

千

玖

百

伍

歩

捌

分

肆

厘

陸

毫

折

中

地

壹

拾

陸

貳

分

㭍

厘

肆

毫

叁

絲

陸

忽

桑

肆

拾

伍

株

棗

伍

株

王
家
行
地
一
叚
東

至

李

化

山

南

至

李

化

林

西

至

横

頭

北

至

李

化

古

東

廣

壹

拾

歩

整

西

廣

玖

歩

捌

分

長

陸

拾

伍

歩

捌

分

積

歩

陸

百

伍

拾

壹

歩

肆

分

貳

厘

折

中

地

貳

㭍

分

壹

厘

肆

毫

叁

絲

桑

界

壹

根

焦
家
後
窪
地
一
叚
東

至

小

道

南

至

王

元

西

至

道

北

至

道

東

廣

壹

拾

㭍

歩

貳

分

中

廣

壹

拾

陸

歩

叁

分

西

廣

壹

拾

陸

歩

壹

分

長

壹

百

捌

歩

貳

分

積

歩

壹

千

㭍

百

捌

拾

貳

歩

伍

分

玖

厘

伍

毫

折

中

地

㭍

肆

分

貳

厘

㭍

毫

伍

絲

桑

界

壹

行

焦
家
墳
南
北
地
一
叚
東

至

焦

家

墳

南

至

道

西

至

焦

宅

北

至

頂

頭

南

廣

壹

拾

歩

伍

分

伍

厘

北

廣

㭍

歩

肆

分

長

陸

拾

叁

歩

積

歩

伍

百

陸

拾

伍

歩

肆

分

貳

厘

伍

毫

折

中

地

貳

叁

分

伍

厘

陸

毫

焦
家
墳
後
東
西
地
一
叚
東

至

賣

主

南

至

焦

家

墳

西

至

賣

主

北

至

頂

頭

東

廣

壹

拾

歩

伍

分

西

廣

壹

拾

歩

伍

分

長

壹

拾

玖

歩

積

歩

壹

百

玖

拾

玖

歩

伍

分

折

中

地

捌

分

叁

厘

壹

毫

叁

絲

係

花

地

焦
家
墳
東
南
北
地
一
叚
東

至

焦

宅

南

至

道

西

至

焦

家

墳

北

至

頂

頭

南

廣

陸

歩

玖

分

北

廣

伍

歩

長

陸

□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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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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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
積

歩

叁

百

伍

拾

㭍

歩

桑

界

半

□

折

中

地

壹

肆

分

捌

厘

㭍

毫

伍

絲

係

花

地

墳
東
地
一
叚
東

至

孫

學

儒

南

至

道

西

至

焦

宅

北

至

道

南

廣

壹

拾

貳

歩

㭍

分

中

廣

壹

拾

貳

歩

㭍

分

北

廣

壹

拾

貳

歩

肆

分

長

壹

百

歩

捌

分

積

歩

壹

千

貳

百

㭍

拾

貳

歩

陸

分

折

中

地

伍

叁

分

貳

毫

伍

絲

係

花

地

家
東
北
南
北
地
一
叚
東

至

李

化

林

南

至

道

心

西

至

李

化

林

北

至

小

道

南

廣

壹

拾

壹

歩

叁

分

伍

厘

中

廣

壹

拾

歩

壹

分

㭍

厘

北

廣

玖

歩

㭍

分

長

玖

拾

壹

歩

捌

分

積

歩

玖

百

肆

拾

玖

歩

玖

分

折

中

地

叁

玖

分

伍

厘

捌

毫

係

花

地

家
東
北
道
南
地
一
叚
東

至

邢

必

南

至

横

頭

西

至

王

文

顯

北

至

道

南

廣

壹

拾

壹

歩

北

廣

壹

拾

壹

歩

長

陸

拾

玖

歩

壹

分

積

歩

㭍

百

陸

拾

歩

壹

分

折

中

地

叁

壹

分

陸

厘

㭍

毫

桑

叁

株

五
道
口
地
一
叚
東

至

李

化

敖

南

至

道

西

至

李

化

水

北

至

道

南

廣

捌

歩

伍

分

中

廣

捌

歩

貳

分

北

廣

捌

歩

伍

分

長

壹

百

壹

拾

陸

歩

積

歩

玖

百

陸

拾

捌

歩

陸

分

折

中

地

肆

叁

厘

陸

毫

桑

壹

拾

壹

株

墳
台
上
地
一
叚
東

至

頂

頭

南

至

李

化

明

西

至

頂

頭

北

至

横

頭

西

廣

貳

拾

壹

歩

叁

分

中

廣

貳

拾

壹

歩

伍

分

東

廣

貳

拾

壹

歩

叁

分

□

壹

百

肆

拾

陸

歩

貳

分

積

歩

叁

千

壹

百

貳

拾

捌

歩

陸

分

捌

厘

折

中

地

壹

拾

叁

肆

厘

桑

貳

行

共

玖

拾

□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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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一

井
子
南
地
一
叚
東

至

横

頭

西

至

□

□

南

至

頂

頭

北

至

邢

悅

東

廣

壹

拾

肆

歩

捌

分

西

廣

壹

拾

陸

歩

捌

分

伍

厘

長

壹

百

貳

歩

伍

分

積

歩

壹

千

陸

百

貳

拾

貳

歩

陸

厘

貳

毫

伍

絲

折

中

地

陸

㭍

分

伍

厘

捌

毫

陸

絲

又
井
子
南
邉
東
西
地
一
叚
東

至

横

頭

南

至

邢

悅

西

至

道

北

至

劉

恂

東

廣

壹

拾

伍

歩

貳

分

中

廣

壹

拾

伍

歩

西

廣

壹

拾

伍

歩

玖

分

長

壹

百

壹

拾

肆

歩

積

歩

壹

千

㭍

百

肆

拾

壹

歩

叁

分

伍

厘

折

中

地

㭍

貳

分

伍

厘

伍

毫

㭍

絲

尖
心
地
一
叚
東

至

李

佐

南

至

頂

頭

西

至

李

化

栾

北

至

道

南

廣

壹

拾

叁

歩

中

廣

貳

拾

歩

貳

分

北

廣

叁

拾

壹

歩

㭍

分

長

壹

百

叁

拾

陸

歩

積

歩

貳

千

捌

百

玖

拾

叁

歩

肆

分

折

中

地

壹

拾

貳

伍

厘

陸

毫

吳
家
坊
地
一
叚
東

至

横

頭

南

至

頂

頭

西

至

頂

頭

北

至

邢

悅

東

廣

壹

拾

捌

歩

肆

分

中

廣

壹

拾

㭍

歩

西

廣

壹

拾

㭍

歩

捌

分

長

壹

百

貳

拾

貳

歩

積

歩

貳

千

壹

百

肆

拾

壹

歩

壹

分

折

中

地

捌

玖

分

貳

厘

壹

毫

大
頭
行
東
西
地
一
叚
東

至

横

頭

南

至

李

化

蛟

西

至

小

道

北

至

李

化

蛟

東

廣

肆

歩

㭍

分

中

廣

陸

歩

玖

分

西

廣

玖

歩

伍

分

長

壹

百

捌

拾

肆

歩

叁

分

積

歩

壹

千

貳

百

玖

拾

歩

壹

分

棗

肆

株

折

中

地

伍

叁

分

㭍

厘

陸

毫

苜

蓿

地

□
五
道
口
地
一
叚
東

至

李

化

林

南

至

道

西

至

焦

宅

□

至

道



ZhongYi

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學
田

四
十
二

南

廣

捌

歩

中

廣

㭍

歩

北

廣

捌

歩

肆

分

㭍

厘

長

玖

拾

玖

歩

積

歩

㭍

百

伍

拾

肆

歩

壹

分

叁

厘

貳

毫

伍

絲

折

中

地

叁

壹

分

肆

厘

貳

毫

貳

絲

貳

忽

棗

壹

株

家
東
吳
家
地
一
叚
東

至

牛

快

南

至

横

頭

西

至

牛

尔

成

北

至

道

南

廣

肆

拾

壹

歩

貳

分

中

廣

肆

拾

伍

歩

北

廣

肆

拾

伍

歩

捌

分

長

叁

百

壹

拾

壹

歩

積

歩

壹

萬

叁

千

㭍

百

陸

拾

壹

歩

㭍

分

伍

厘

折

中

地

伍

拾

㭍

叁

分

肆

厘

壹

毫

三
角
湾
又
南
北
拐
子
地
一
叚
東

至

牛

士

玉

南

至

道

西

至

頂

頭

北

至

道

心

南

廣

肆

歩

北

廣

肆

歩

長

捌

拾

歩

捌

分

積

歩

叁

百

貳

拾

叁

歩

貳

分

折

中

地

壹

叁

分

肆

厘

㭍

毫

王
家
行
南
北
地
一
叚
東

至

王

元

南

至

小

道

西

至

王

士

俊

北

至

牛

淸

南

廣

㭍

拾

玖

歩

壹

分

伍

厘

中

廣

㭍

拾

歩

貳

分

北

廣

陸

拾

壹

歩

叁

分

長

壹

百

伍

拾

㭍

歩

積

歩

壹

萬

壹

千

貳

拾

肆

歩

壹

厘

伍

毫

折

中

地

肆

拾

伍

玖

分

叁

厘

叁

毫

肆

絲

又
拐
子
地
一
叚
東

至

任

立

之

南

至

賣

主

西

至

牛

淸

北

至

道

南

廣

肆

拾

叁

歩

玖

分

北

廣

叁

拾

玖

歩

伍

分

長

捌

拾

壹

歩

叁

分

積

歩

叁

千

叁

百

玖

拾

歩

貳

分

壹

厘

折

中

地

壹

拾

肆

壹

分

貳

厘

陸

毫

三
角
湾
南
北
地
一
叚
東

至

牛

士

玉

南

至

道

西

至

頂

頭

北

至

道

心

南

廣

肆

拾

貳

歩

貳

分

伍

厘

中

廣

肆

拾

叁

歩

㭍

分

北

廣

肆

拾

肆

歩

陸

分

長

貳

百

肆
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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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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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積

歩

捌

千

捌

百

捌

拾

陸

歩

㭍

分

伍

厘

折

中

地

叁

拾

㭍

貳

厘

捌

毫

家
東
南
北
荒
地
一
叚
東

至

李

化

蛟

南

至

頂

頭

西

至

李

良

瑞

北

至

道

南

廣

捌

歩

捌

分

北

廣

壹

拾

叁

歩

伍

分

長

肆

拾

叁

歩

積

歩

肆

百

㭍

拾

玖

歩

肆

分

伍

厘

折

荒

地

貳

焦
家
墳
西
南
北
地
一
叚
東

至

横

頭

南

至

王

七

西

至

横

頭

北

至

李

興

龍

東

廣

壹

拾

伍

歩

肆

分

壹

厘

西

廣

壹

拾

捌

歩

壹

分

長

陸

拾

㭍

歩

伍

分

積

歩

壹

千

壹

百

叁

拾

壹

歩

係

花

地

折

中

地

肆

㭍

分

壹

厘

叁

毫

桑

拾

壹

株

焦
家
東
道
南
横
頭
地
一
叚
東

至

李

良

珠

南

至

横

頭

西

至

頂

頭

北

至

□

南

廣

壹

拾

貳

歩

㭍

分

北

廣

壹

拾

壹

歩

叁

分

伍

厘

長

肆

拾

㭍

歩

貳

分

積

歩

伍

百

陸

拾

㭍

歩

伍

分

捌

厘

折

中

地

貳

叁

分

陸

厘

伍

毫

以
上
共
上
地
陸
分
伍
釐
叁
毫
陸
絲

共
中
地
貳
頃
陸
拾
捌

貳
毫
叁
絲
捌
忽

共
荒
地
貳

三
等
共
地
貳
頃
㭍
拾

陸
分
伍
釐
伍
毫
玖
絲
捌
忽

每
年
共
該

銀
壹
拾
肆
兩
㭍
錢
陸
分
壹
釐

共
該

米
伍
石
零
貳
升
陸
合
叁
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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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東
縣
志

卷
之
二

坊
表

四
十
四

共
該
派
麥
叁
升
玖
合
㭍
勺
俱

□

康

熈

□

□

三

年

□

□

□

□

坊
表

萬
世
宗
師
坊
在

儒

學

前

明

成

化

年

立

今

廢

忠
愛
坊
在

縣

前

嘉

靖

三

十

一

年

士

民

爲

知

縣

黄

堂

立

有

記

後

改

濟

東

巖

邑

今

廢

聨
芳
坊
在

東

門

内

明

萬

暦

七

年

爲

舉

人

翟

濟

翟

來

旬

立

秉
憲
承
恩
坊
在

東

門

内

明

天

啟

五

年

河

南

按

察

司

副

使

張

夣

鯨

建

三
世
鍚
命
坊
在

東

門

内

明

崇

禎

七

年

贈

兵

部

左

侍

郞

延

綏

廵

撫

張

夣

鯨

建

名
登
坊
在

南

門

内

南

寺

衚

衕

明

萬

暦

七

年

爲

舉

人

翟

濟

立

亞
魁
坊
在

西

門

内

明

治

二

年

爲

舉

人

王

淵

立

聚
奎
坊
在

大

隅

頭

元

至

順

間

爲

狀

元

王

文

華

立

今

廢

奎
樓
坊
在

肅

政

街

擢
英
坊
明

正

綂

九

年

爲

舉

人

張

璣

立

□
秀
坊
明

正

綂

九

年

爲

舉

人

孫

珉

立

□
榮
坊
明

景

泰

三

年

爲

進

士

張

璣

立

□
榮
坊
明

景

泰

三

年

爲

進

士

孫

珉

立

□
□
坊
明

成

化

七

年

爲

舉

人

馬

龍
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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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
表

四
十
五

□
榮
坊
明

成

化

十

四

年

爲

進

士

馬

龍

立

司
諫
坊
明

成

化

十

七

年

爲

給

事

中

馬

龍

立

附
鳯
坊
明

成

化

十

六

年

爲

舉

人

楊

埜

立

攀
龍
坊
明

成

化

十

六

年

爲

舉

人

趙

淵

立

世
魁
坊
明

治

十

一

年

爲

舉

人

喬

愷

立

光
裕
坊
明

治

十

一

年

爲

舉

人

張

岳

立

義
民
坊
明

正

綂

七

年

爲

義

民

鄭

剛

立

節
坊
明

成

化

十

七

年

爲

節

婦

盧

氏

吕

氏

立

於

延

安

鎮

節
坊
明

萬

暦

二

十

七

年

爲

貞

女

李

氏

立

於

大

聖

寺

鎮

西

自

聚

奎

坊

以

下

俱

廢

墳
墓

嘗
考
周
禮
大
夫
掌
邦
墓
而
爲
之
圖
芻
牧
有
禁
掘

必
刑
誠
重
之
也
王
侯
卿
相
人
往
名
存
一
丘
一
壠
並

傳
不
朽
慿
弔
低
徊
焉
可
廢
哉
漏
澤
之
設
貧
民
殁
無

所
收

於
此
而
代
遠
年
遷
保
無
有
侵
占
其
地
者

因
詳
建
立
之
由
方
圓
之

類
志
於
編

天
子
墓
在

城

西

南

二

十

五

里

高

三

五

尺

週

圍

一

百

八
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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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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墳
墓

四
十
六

皇
后
塜
在

城

西

南

二

十

五

里

高

一

一

尺

五

寸

週

圍

一

百

二

十

三

歩

皇
姑
塜
在

城

南

二

十

里

狀
元
王
文
華
墓
在

城

西

二

里

太
原
侯
王
瓊
墓
在

城

東

南

五

里

元

至

元

間

勅

建

萬
戸
侯
孟
德
墓
在

城

南

二

十

里

元

至

元

間

勅

建

賈
炫
墓
在

臨

河

鎮

寄
駕
塜
在

城

西

南

二

十

五

里

高

一

八

尺

週

圍

七

十

八

步

上

有

㤗

山

行

宮

脫
鞋
塜
在

城

西

南

二

十

里

高

一

週

圍

三

十

四

步

大
理
寺
卿
耿
通
墓
在

歸

蘇

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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